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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市居民消费结构研究》(作者李筱光、韩立岩)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JGl08的研究
成果。
是在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北京市消费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对北京市“十一五”期
间的居民消费结构进行的深入研究。

《北京市居民消费结构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时间空间、纵向横向等多个角度，就居民消
费结构的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进行分析，探讨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路径。

内容主要包括：消费研究理论综述，居民消费结构历史演变的经济学分析，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
模型及其研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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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筱光，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货币理论与政策实践、风险决策分析、消费结构研究。
主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6BaJGl08研究，参与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项目：北京市
消费问题研究。

韩立岩，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理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金融工程、公司金融。
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主持十余项国家与部级基金课题，其中包括两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在国际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六篇，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管理科学学报》等国内权威杂志
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出版中英文专著五部。
获得部级成果奖五项。
提出刻画消费升级的发展指数和表示综合汇率的人民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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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消费热点变动的四个阶段 按照《消费经济学大辞典》中所定义的，消费热点
是“在社会生产和居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某些消费品（包括商品和服务）在一定时期为消费者所普
遍认同，成为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消费对象的一种经济现象。
”也就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消费需求或者购买力投放比较集中的某种消费品或服务，人们对这种消费品
或服务的追求出现了一种热潮。
其特点表现为：第一，构成消费热点客体的消费品必须具有大众性和集中性。
在一定时间内消费者的购买力集中于这种消费品或服务，这种消费品或服务使大众有消费欲望，参与
人数多，只适合少数人的消费品或维持生存必需的消费品都不能构成消费热点的客体；第二，对这种
消费品或劳务的需求首先从上层社会或高收人群体开始产生，代表消费潮流或消费趋势，然后逐步向
较低层次的阶级或低收人群体辐射；第三，消费热点的形成是消费者需求、厂商供给、市场流通三方
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费热点应具有较高的产业关联度，对经济和产业结构有较大影响；第四，
消费热点同任何事物一样，有产生、发展和消失的过程，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消费热点。
 对北京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问题的研究，首先要确定居民消费结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几个拐点。
利用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恩格尔系数变化趋势、8大类消费品结构变动等做定量分析，发现北
京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分别在1985年、1992年和2001年出现较显著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可以将1978-2007年北京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温饱型消费阶
段（1978-1984）；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1985-1991）；优化生活品质型消费阶段（1992-2000）；
发展享受型消费阶段（2001-）。
 1.以满足吃穿为重点的温饱型消费阶段（1978-1984）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告别物资极度
短缺的时代，长期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初步释放。
1978-1984年，北京市年均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69.3亿元，平均每年增长14.9％，这一阶段，居民消费
结构主要表现出对以前食物极度缺乏的补偿特点。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重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解决温饱问题，其中，食品、衣着
类消费分别为27.1亿元和13.3亿元，合计占全部零售额的比重为58.4％。
同一时期，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俗称“老三件”）成为主要的消费热点。
随着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等新兴商品迅速进入家庭，用类商品消费快速增长，年平均增速达到20％
，高于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平均增速5个百分点，百元级消费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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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市居民消费结构研究》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从时间空间、纵向横向等多个角度，就居民消
费结构的历史演变和未来趋势进行分析，探讨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居民消费结构的调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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